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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教学与研究（第一辑）》

内容概要

《翻译教学与研究(第1辑)》是“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中的一种，是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研究项
目、湖北省“九五”重点出版项目。《翻译教学与研究(第1辑)》是系统研究近代翻译文学的学术专著
，开创性地从宏观上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总体特征进行事实求是的学理探究，有关专家
将其誉之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拓荒之作”。《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被评为湖北省99年度最有
影响的十种书之一，2000年又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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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教学与研究（第一辑）》

书籍目录

发刊辞特约稿　达旨·循规·共喻——应用翻译三原则　翻译研讨班——MTI的一种教学模式本科翻
译专业教学探讨　前瞻、务实、鼎新——对本科翻译专业建设的若干思考　口译与创新——论翻译专
业口译教师的创新能力培养口译教学探索　同传译员基本素质和培养方法刍议　口译焦虑研究现状及
展望典籍翻译研究　佛经译场——中国最早的外语学校　“道”与“上帝”——《道德经》翻译与传
播中基督教神学的介入文学翻译研究　文学翻译中的中西接受美学比较　试论《红楼梦》英译本对人
物视角的传译　诗歌翻译中的再创作——《长干行》三种译文的比较　跨文化视角下的古诗词曲英译
研究——评顾正阳教授《古诗词曲英译文化探索》中西语言对比与翻译　林语堂的语言观及翻译语言
特点综述　衔接方式与主述位结构对英汉翻译译文的影响　汉语数量夸张词“三”和“九”的英译策
略研究于航词典编译评论　《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的翻译商榷翻译理论　从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
看译作与原作关系的理性重建实用文体与翻译　汉英法律平行文本句际连接词的明晰化个案研究讯息
　第五届“优萌杯”翻译竞赛通知　第五届“优萌杯”翻译竞赛题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优萌杯”翻
译竞赛简介　《翻译教学与研究》稿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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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教学与研究（第一辑）》

章节摘录

　　机械的“传声筒”，而是头脑敏锐、善于思辨的人。为此我们新设一门名为“翻译与思辨”的课
程，结合翻译的实践，激活学生的逻辑思维，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让他们在思辨的过程中充当
翻译的角色，体现译者应有的睿智与学者风度。　　其次是教材的鼎新。翻译专业所用的教材与外语
专业传统的翻译教材应当有区别，这是今年五月份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的“高等学校本科翻译专业
教材编写研讨会”上达成的一项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专业所需的教材总体上要另起炉灶，任
务相当的艰巨。但这也为翻译专业教材的创新提供了机遇和条件。翻译专业教材如何鼎新，本身就是
一个大题目。我这里只能概述一孔之见。　　新形势下本科翻译专业教材的编写应有不同于传统的理
念与做法，起码应体现这样两个特点：一、我们编写的教材并不是要在全国统一使用，而是让有关院
校选用、参考使用。当然教材编写得有质量、受欢迎，选用者就多，参考者便众，这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就教材的体例而言，它应当有这样一个明显特点：合起来自成系统，拆开来独立成章。二、新
编本科翻译专业教材应当务实，贴近实际；有时代感；有新鲜感，因此不应是一般意义上的编写，而
应是研编的结果。　　新编本科翻译专业教材体系大致可由三个类型组成：A类型教材适用例如：《
翻译概论》、《国学基础》、《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译作比较与欣赏》等；B类型教材例如：
《英译汉／汉译英高级教程》、《视译教程》、《交替传译教程》、《同声传译教程》，特需阅读教
材：《英语杂读》等。C类型教材（补充／参考教学辅助读物），这类教材或教材补充物的地位与作
用居于前面A，B两个类型教材之间，选题空间可能会大得多，也可能产生出多个子系列来。借鉴中国
对外出版公司的出书架势，今后也可搞一个系列，那么在这个系列的名下就可有如下的一些教材（书
）：《名家翻译讲座》、《文学翻译专题》、《社科翻译面面观》、《科技翻译的学问种种》、《翻
译问题杂谈》、《著名译家论翻译》、《漫谈翻译中的辩证法》等。　　再其次是翻译理论的推陈出
新。翻译专业的建立必然会推动翻译学科的建设，而翻译学科的建设要取得成绩就一定离不开翻译理
论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历史证明，每一次比较大的翻译活动浪潮或翻译现象的出现都会促进翻译理论
的变化或更新。就翻译研究工作者群体或个人而言，翻译研究要取得突破性进展，都离不开翻译的实
践或由翻译实践所提供的实例、数据或启示。著名翻译理论家曾经说过，“激发我写研究文章，特别
是激发我发表论点的主要源泉是我的课堂教学。②”同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作为欧洲
经济火车头的德国出现了巨量非文学翻译的市场需求，涉及旅游、贸易、工业等各个领域，要翻译的
材料从旅游小册子到一般的资讯介绍，从各类电器的说明书到各种各样的使用指南，不一而足。翻译
的需求催生了翻译的培训行业。而正是当时一批从事翻译培训的学者在实践中发现，翻译的等值标准
在实践中行不通，甚至根本不需要，因而对翻译问题进行了再思考，这才产生了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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